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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是大学生向往的公司。有
一年，我出了三道特殊的考题，告诉
所有人，有人答对一道题，微软就会
录用，答对两道题可以开双倍的工
资，答对三道题，就可以自己给自己
开工资了。

其中，第三道题是这样的：营业员
王小姐由于工作失误，将两万元的笔
记本电脑以一万元的价格错卖给了李
先生，王小姐的经理怎样写信给李先

生，将钱要回来？
我出的试题，没有标准答案。我

只是想从面试者解决问题的方法中，
看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以及他是否
能享受处理问题过程中的乐趣。后
来，在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
时，我还是在主持人的逼问下，说出了
自己解决第三个问题的方法。

我的方法是打电话给李先生，
说：“这件事的确是小王工作失误造

成的，但我们没想到的是，小王把她
辛苦积蓄的一万元钱交还给了公司，
而且她本人也不希望我们把这一万
元钱追回来。她说，这是她工作的失
误，她不想给您带来太多的麻烦。我
只想告诉您，我们有一位像这样优秀
的员工，为她感到非常的自豪！”这样
处理，等于把难题返回到消费者那
里。小王不但把积蓄拿出来补贴失
误，而且她的境界高到不希望告诉李
先生这么一桩事。那么，李先生，作
为一个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都高于
小王的人，他会怎样面对这个问题
呢？结果可想而知。

摘自《可乐》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由此开
始了一代代与青春和激情有关的人
生纠葛，时代在变，观念在变，以 10
年为跨度，将三代文化名人的高考观
点和他们的卓越人生集结起来，或许
可以窥见时代的历程，或许可以唤起
你的内心感触，或许也是人生参考。

1977年~1987年
张艺谋：“没高考，没现在。”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
生。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咸
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之后，
1978 年，机会来了，我听说北京电影
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
首次招生。

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我带着
一包煮熟的鸡蛋，从自己拍摄的一大
堆摄影作品中挑出 60 幅作品，跑到
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

其实，我当初想要上大学的目的
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点
儿说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只
要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就不一样。
1982 年，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广
西电影制片厂。这时候，我的人生才
再次开始。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高
考，很难说会有现在的一切。

顾长卫：“那就像一道光。”
我是 1976年高中毕业的。1978

年的高考，我运气很好。此前我并不
知道还有北京电影学院这样一个大
学，只是因为学过画画，而电影学院
摄影系是要考画画的。

另一个原因是，我曾在初三的时
候和二十几个同学在当地的少年宫
做义工，为他们画一些海报、宣传画
之类，经常能得到免费的电影票，这
段时间让我有机会看了许多电影。
考虑到电影学院招生考影评的环节
应该不是难事，所以我才打定主意报
考电影学院碰碰运气。

30 年前想不到今后如何。事实
证明，我们比父辈们要幸运很多，社
会的变革为人们实现自身价值提供
了无限的可能。

1987年~1997年
贾樟柯：“天啊，它终于来了！”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 1993 级的。

从小，我的数学成绩就很差，直到高
考前，我连解析几何和立体几何都分
不清。我的整个中学时代，就是写诗
写过来的，那是我反抗压抑生活的

“处女秀”般的狂欢。因为过度迷恋
诗歌，我荒废了学业，高考落榜，十分
惨烈。

1990 年，我自费去山西大学念
美术，因为那里不用考数学。当时我
住在太原郊区的村民家里，隔壁有一
家公路电影院，有一天实在无聊，我
买票进了影院，看了陈凯歌导演的

《黄土地》，一边看一边流眼泪。看完
之后，我告诉自己以后一定要当上导
演。

怎样才能当上导演？最后，我选
择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文学系，因为报
的人少。结果一考就是三年。

那时，像我这样考了一年又一年
的很少见，家人和朋友都以为我中了
邪。幸好，1993 年，我接到了录取通
知书。当时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
是：天啊，它终于来了！

1997年~2007年
蒋方舟：“高考是游戏的终极目标。”

回想高三生活，感触最大的是对
时间评价是时常矛盾的，每个教室都
挂着“距高考还有 xx天”的倒计时牌
子。过了一段时间，时间明明变少
了，却又说：时间还多得很哪，一切都
来得及。

回忆起参加高考的过程，我还是
有话要说的。委屈！因为关于我被

清华大学降 60分录取一事曾被炒得
沸沸扬扬，反对者的言辞非常犀利。
我一再强调的是，我没有被破格录
取！

所有的争议都源于大家对自主
招生不够了解。自主招生有中学推
荐和自荐两种，全国任何一个高三学
生都可以自荐，我也是自荐。我和很
多自荐的同学一样经过了申请、初
审、笔试、面试几道门槛，那一年全国
有 900 多人通过了清华大学的自主
招生，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分，而我所
得的 60分优惠是通过自己努力争取
后，清华大学综合考生的各项特长给
予的，没什么不光彩的。

好了，总结一下。在我的字典
里，高考是游戏的目标。大 BOSS 是
游戏中需要最终战胜的大老怪，大
BOSS 就是高考。在我的人生中，没
有人跟我讲过不要上大学。上一所
最好的大学，就是中国学生的终极目
标，且在他们出生之日起，就植入大
脑芯片，成为游戏中不可更改的默认
值。

韩寒：“没上大学不遗憾。”
到现在为止，我都一直庆幸自己

没去上大学，你不觉得高考作文很蠢
吗？而且一年比一年蠢！

但我不反对高考。很多人愿意
去考那就去考。只是我觉得在大学
里，真的是很难去真正学到一些知
识。很多人上大学，真的是为去学知
识吗？第一，大家都在上大学；第二，
上大学有文凭，好找工作，这些才是
上大学真正的动机。

其实，现在的大学，只要花钱就
能够上，也没有什么神圣不神圣的。
很多人说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这个说法太想当然了。我过得很开
心，我可以赛车，可以过自己特别喜
欢的那种生活。我从来不遗憾自己
没有上过大学。其实多少人在大学
里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没有去做自己
最感兴趣的事业，上不上大学又有什
么关系呢？

摘自《启迪》

一道微软员工面试题

最近，“富二代”培训班层出不
穷，课程从财报分析、国际贸易、上
市公司表现，到高尔夫球、骑马、茶
道、国际社交舞、国学以及形象穿着
与品位等无所不包，有的学费高达
66.8 万元。如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曾

“精选”出29名有家族企业背景的学
生开设了“创业人才孵化班”，被称
为“少帅班”和“富翁子女班”。上海
交通大学则开出上海高校中的首个

“富二代”培训班，号称要联手美国
西点军校、英国剑桥大学、欧洲商学
院等名校展开“富二代”培训，时间
长达三年半。

毕竟，“先富起来”的一代也富
了没多久，刚刚碰到“富二代”接班
的问题。看看美国洛克菲勒、福特
等家族，则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了。如果再追溯到英国的传统，“富
二代”的教育已经有几百年的历
史。比如其贵族学校，一直门禁森
严，即使二战后开始通过慷慨的奖
学金广纳社会各个阶层的子弟，这
些贵族学校还是贵族学校，其学生

大部分都是富裕家庭出身。
最近读《波士顿环球报》的报

道，讲到首都华盛顿的一家精英教
会高中男校的教育，觉得颇值得中
国的“富二代”及其父母们参考。

这所高中的校训是“为了别人
的人”。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了别
人的人”，所有毕业班的学生必须从
事至少4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才能毕
业。低年级学生虽然没有硬性要
求，但受整个学风的影响，大多数也
都积极投身于社会服务。其中主要
的一个服务项目，是到救济站面对
面地给那些无家可归者提供饮食服
务。而该校把无家可归者救济中心
就设在了自己的校园内。

这些孩子多出身于富裕家庭，
住在富人区，过去听说过贫困，但亲
身的体验几乎没有。到无家可归者
救济中心服务，是他们上的第一堂
贫困课。这些无家可归者，许多有
毒瘾，另外有些神经不正常，对付起
来非常不容易。一位学生因为拒绝
一位无家可归者咖啡里加六勺糖的

请求，被粗暴地咒骂，最
后那人不得不被押送
走。有的学生利用午饭
时间来服务，有的则干
脆住在救济中心一周，
帮助准备各种饭菜。一

位十五岁的男孩儿负责打饭，看到
排队领饭的人全都低着头，眼睛看
着地面，一言不发。什么是人的尊
严，一下子就让这个刚刚开始理解
世界的男孩体会到了。他立即满脸
春光地主动打招呼：“嗨，你过得怎
么样呀？”来人一阵沉默，最后脸上
终于绽出一丝笑意：“还不算太坏。”

这才是真正的“富二代”教育。
正当的财富，都是你通过为他人提
供服务而得到的报偿。所以，致富
的正途首先是理解他人。富裕的家
庭，最怕孩子对自己能为别人做什
么丧失了理解力，所以才会掏腰包
让养尊处优的孩子看看真实的生
活，理解什么是人的尊严，怎样做才
能增进人的尊严。

用高尔夫球、骑马、茶道、国学
以及形象穿着与品位等课程培养

“富二代”，其实就是教育他们怎样
“为了自己”。但是，如果你想成为
未来一代的领袖，就必须学会做一
个“为了别人的人”。

摘自《讲述》

西班牙人对孩子的18岁生日极
为 重 视 ，因 为 这 是 孩 子 的“ 成 人
节”。孩子会收到来自父母亲友的
很多礼物。近年来西班牙人认为应
该对成年的孩子给予更多的精神鼓
励和鞭策，于是西班牙开始流行在
成人节时送钟和手铐。

对于积极进取，对学习或工作
有明确的方向的优秀青年，父母或

者亲戚都会在成人节时送他一只很
精致的钟，希望他像时钟一样，时时
刻刻不忘进取，努力学习和工作。
还有不少青年收到的礼物是一副锃
亮的手铐。“礼物手铐”完全和警察
使用的手铐一样，用金属制成，一旦
铐在手上如没有钥匙休想打开。

家长送手铐给孩子作为礼物，
说明这孩子不但不优秀，还经常惹

是生非，有的更是有过进警察局的
记录。

送手铐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
警示，有的手铐包装盒子上就写着
这样的话：“从今天开始，你年满 18
岁，已经成人，可以自己承担法律
责任，达到被警察铐手铐的年龄，
已经可以进监狱做囚犯，因此孩
子，你要记住，一旦有被警察铐手
铐的记录将是非常可耻的，甚至会
毁掉你的前途和一生。这不是商
品广告词，这是你父母对你的教诲
和期待。”

摘自《科学发现报》

美国人怎么教育“富二代”
薛 涌

西班牙“成人节”送手铐

三代人的高考故事

他从小就是一个内向的乖孩
子，喜欢一个人坐着，翻看连环画，
一坐就是老半天。5岁时，父亲问他
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他把爸爸拉进
了新华书店。只有 80 厘米高的他，
在高高的书架前欢快跳跃，像一只
轻盈的蜻蜓。《上下五千年》，突然这
么一套历史书的名字跃入他的眼
帘。一共是 3 本，他慢慢地取下来，
递给爸爸。爸爸见他感兴趣，就买
了下来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他。从
此，这 3 本书，就成了他走进历史大
门的启蒙教材。这套书他读了足足
9遍。

他把平时的零花钱放在一个储
钱罐里，积少成多，然后换成自己喜
欢的历史书。《二十四史》、《资治通
鉴》、《明实录》、《清实录》、《明史纪
事本末》、《明通鉴》、《明汇典》、《纲
目三编》，他一一收入囊中。竖式的
排版，繁体字，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
无趣、乏善可陈的历史书，却被他视
做至宝，作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上高中后，当身边的人都忙着
报考各类补习班、疲劳地应付各类

竞赛考试的时候，他却躲在一个小
小的空间里，在 5000 年的历史长河
中，驾一叶扁舟，领略波涛，见识壮
阔。他优哉游哉，乐在其中！高考
硝烟散尽，他走进一所大学，学习法
律专业，这是当年的热门专业，却不
是他内心的声音。

在莫可名状的苦闷和单调中，
他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储蓄历史的地
方——图书馆。当其他同学在球场
上激情奔跑，于花前月下爱恋缠绵
的时候，他都能安静地捧起一本本
历史书，素淡若纯水，恬静若处子。
冬日夜晚，一个人从图书馆往宿舍
走，他觉得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
与自己同行，给他鼓舞，消融了冬日
的寒冷和独行的寂寞。

大学毕业，他进入海关工作，成
为一名朝九晚五的国家公务员。但
下班以后，他依然会一个人徜徉在
历史的长卷中，整整 6 年，2000 多个
夜晚，孤灯寒月，他在进行人生的一
场静悄悄的储蓄。2006 年 3 月 10
日，对于27岁的他来说，应该是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一天。这一天，他在

下班回家的路上，手里正翻着一本
《明实录》，看着看着，他突然心里异
常烦躁起来，看了几十年的历史书，
怎么还是如此枯燥乏味？他听到发
自内心惊雷般的声音：其实，你可以
把历史写得很精彩、很好看！

回到家，打开电脑，他喝醉酒一
般，兴奋地在天涯论坛“煮酒论史”
版块敲出了生平第一个长篇故事的
开头：“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
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
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
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
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他知
道，到了从攒了 22 年的“储钱罐”里
取出“钱”来的时候了。这些“钱”，
关乎历史、关乎人性、关乎灵魂。

“当年明月”，这是他 ID 的名
字，源自他最喜欢的古诗句“当年
明月在，照得彩云归”。 这部名叫

《明朝那些事儿》的历史小说是他
的作品，至今卖了 600 多万册。他
的名字叫石悦。旷野上，当年明月
踽 踽 独 行 ；现 实 间 ，石 悦 平 静 淡
如。“我是这本书的影子。要受到
尊重，必须有灵魂。我现在每天仍
读历史、写历史，提醒自己人生是
一场静悄悄的储蓄。”接受采访，石
悦一脸正色。

摘自《读书》

一场静悄悄的储蓄

2010 年《军营大拜年》把舞台
搬到了军营，央视军事节目中心邀
请演员分赴全国各地慰问基层官
兵，节目录像从大年三十到初六连
续播出。被誉为“战士歌手”的著名
军旅歌唱家阎维文在受邀之列。在
已定好的地方中，有一个是到祖国
南海前哨——三亚市东瑁洲岛，慰
问长年驻守在那里的海防连官兵。
东瑁洲岛是个小岛，面积不足1平方
公里，岛上没有居民，没有淡水，没
有电，连队用电靠自己发电，由于柴
油限量供应，所以每天用电仅限三
四个小时。尽管岛上条件很艰苦，
但阎维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到
东瑁洲岛去。

2009年11月26日，阎维文如约
来到了东瑁岛，一下船，看到战士们
打出的横幅“欢迎老兵哥哥阎维文”
时，他一句“论年龄应该是老兵叔叔
吧”的调侃，便把很拘谨的战士们逗
乐了。随后，阎维文对战士们说：

“不过很是感动，说明你们把我当兄

弟呀!”战士们立刻被他的亲和力打
动，你一言我一语地和他聊了起
来。晚上，阎维文不顾旅途疲劳，与
战士们一起联欢，演唱了一首又一
首军旅歌曲。晚会结束后，早已和
战士打成一片的阎维文被战士们抛
向空中，他们以此为“最高礼遇”来
表达他们对自己喜爱的艺术家的深
深热爱之情!而荡漾在阎维文脸上
的，更是满满的幸福!

第二天，阎维文特地起了个大
早，和连队即将退伍的老兵们一起去
执勤，共同巡逻了海岛四周，这些年
底就要退役的老兵能够最后一次和
艺术家一起巡视海岛，那是多么高兴
和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啊。难怪一
位老兵激动地流着泪说：“阎大哥，真
不愧为我们军中的好大哥，他为兵服
务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自从踏上海岛，阎维文一刻都
没有歇着，和战友们同吃、同住、同
活动。陪老兵最后一次巡逻完后，
他又与他们一起参加了沙滩排球、

跳竹竿舞、打椰子保龄球等富有海
岛特色的文化活动。活动中，阎维
文没有一点儿明星的架子，全然把
自己当成了战士中的一员，不分彼
此，尽情与战士们欢乐。

最后一项活动“赶海”开始了，
当大家在海水里嬉戏时，战士心中
的阎大哥这时孩子似的顽皮起来，
用水泼了一下周围的战士，一场“海
战”由此爆发!所有的战士瞬间还击，
毫不留情地与阎大哥在海里打起了
水仗。毕竟，寡不敌众，此时的阎维
文彻底被水包围了起来，他的眼里、
耳朵里都被泼进了海水，想看，睁不
开眼；想休战，张不开口；想回击，伸
不出去手；想跑，迈不开腿!他只能站
在那里一动不动，任由他亲爱的小
战友们用海水从八面袭来，平日给
大家永远是那么光彩完美的形象，
只能用“落汤鸡”来形容了。这还不
算完，战士们最后把他抬起来，将这
位艺术家抛进了大海里。

谈起这次海岛行被战士抛进大
海的体会，阎维文说：“我很高兴!这
是给我的最高礼遇。这一抛，是战
友情!这一抛是战友对你的爱!所以，
那一刻，被抛的我是最最幸福的!”

摘自《做人与处世》

阎维文的“最高礼遇”

著名投资家、“股神”沃伦·巴菲
特是一个很热爱家庭的人。当人们
都以他的财富来衡量他的伟大时，他
却说衡量成功的标准应该是真正爱
你的人的数目。

有一天，他发现他的儿子豪伊的
体重接近两百磅，显然已经胖得不行
了。于是他就对儿子说：“你应该减
肥了，你的体重应该降到 182.5 磅才
健康。”

忙于农场事业的儿子显然不以
为然，说：“爸爸，算了吧。我想我是

永远瘦不下去了。”
巴菲特笑着说：“别这样，不如我

们做笔交易吧。现在按合同你每年
都得将所经营农场的总收入中的
26%交给我，但是如果你能将体重降
到 182.5 磅以下，那么你只需要给我
22%的收入就可以了。”

儿子很惊讶地说：“您确定可以
这样做吗？”

巴菲特说：“我确定，一言为定。”
很快，豪伊果然将体重降到了

182.5 磅以下，于是在给父亲交收入

时，他只给了 22%。巴菲特欣然接受
了。

豪伊笑着问父亲说：“爸爸，您因
为一个玩笑就损失了农场 4%的收
入，对于您这样享誉全球的投资家，
就不觉得这笔交易您很亏吗？”巴菲
特微笑着说：“不。亲爱的，我并没有
亏，因为我现在拥有了一个身体健康
的儿子，这是我人生中一笔最成功的
交易。”

豪伊听巴菲特这样说，非常感
动，于是走过去紧紧地拥抱住自己苍
老的父亲。

这个世界上，即便是一个用毕生
精力追逐金钱的人，他心中最好的财
富仍是家人和爱。

摘自《年轻人》

高立民把我领进央视后，我第一
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 14 楼打开
水，中午到食堂买盒饭。当时全办公
室的人中午吃什么都是由我决定。
我去得早，他们就可以吃上排骨或红
烧肉一类的好菜。所以中午 11点半
之前我就开始惦记这件事情。打回
饭，帮他们送到桌上，看着他们吃得
开心，我有一种满足感。

我在组里打了半个月的杂工，当
了半个月的剧务。有一天，高立民对
我说，我给你介绍两个领导认识一
下。这两个人，一个是当时《东西南
北中》的制片人孟欣，另一个是当时
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孟欣是在中央
电视台遇见的第一个可以决定我命
运的人。见面之后的一天，孟欣提出
要看看我的资料，我毕恭毕敬地把在
书包中揣了半个月的录像带拿了出
来，双手捧着交给了孟欣。看录像的
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我屏住呼吸惴
惴不安地等待，邹主任正好经过，淡
淡地问了一句：“这个小伙子是谁？”

我胆怯地说：“主任，是我。”说
话的时候完全没有底气。

在孟导的建议下，我拎着自己的
行李，和崔亚楠一起来到了位于翠微
宾馆的单身宿舍。每天早上，我和亚
楠坐地铁上班。北京的地铁很快，我
们只需要坐一站就到了。那时候地
铁票价是五毛钱，对于我们这样的短
途来说实在是不值。于是为了省钱，
捎带着锻炼一下身体，我们每天跑步
上下班。看到长安街上来往的车辆，
我心里偷偷地琢磨奋斗 10 年，我怎

么也能开上辆“奥拓”吧。
初春的一个午后，孟欣对办公

室所有的人说：“今天晚上开《东西南
北中》新一期的策划会，大家该准备
的准备一下。”我没有什么可准备的
事情，也不敢问，心想：只要他们能带
我去就行了。

晚上，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
不发，当然也没有发言的资格。听着
大家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我觉得自
己的汗毛孔都张开着，脑子跟录音机
似的，几乎能背下他们所有说过的
话。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太过敏感，
对专业的敏感，对每个人、每件事情
的敏感，还真让我学到了很多闻所未
闻的知识。策划会一连开了七天，天
天挑灯夜战，而且越是深更半夜大家
越是才思泉涌。最后一天的晚上，节
目的基本样式确定了。

忽然，孟欣说：“朱军，你给邹主
任说说我们这几天讨论的结果吧。”
要我说？我连自己在这期节目里干
什么还不知道呢！但是，她确实要我
说，我没有紧张，因为我连紧张的时
间都没有。头一次，不是说中午盒饭
的事，而是 1994 年第一期《东西南北
中》的策划方案。听我说话的人是能
决定我命运的人。

相声演员，记性好，再加上太多
敏感，竖着耳朵听的东西一句都没
落，我当时连相声“贯口”的功夫都用
上了，一气呵成。尽管仅仅是转述别
人的观点，20 多分钟吧，房间中就我
一个人在说话，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
我。

事后很久，孟欣说，就是在那一
刻决定用我做这一期的主持人。求
之若渴的东西来了，却没有瞬间的狂
喜，也没有什么人向我祝贺，一切显
得异常平静。

真的要录像了，真的要在中央电
视台主持节目了，准备比等待更加紧
张。我生怕因为自己的一点闪失而
前功尽弃。

录像的当天简单而顺利，每回
几乎都是一次通过，因为词我已经背
得滚瓜烂熟。录像后，我换下衣服。
到中午了，继续去打盒饭。

我和导演高立民一起进机房，
剪片子，也经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到机房看上一段，忽然就问：“这小伙
子是谁？”每听到这样的问话，我都自
我安慰地当成是在夸我。

我坐在机房的角落里，像个剧
务一样地送水送饭，进来的人不会注
意我，但是他们至少注意了屏幕上的
我。

直到有一天晚上，终于编完了，
孟欣要来审看，之后就可以合成，上
字幕。我站在旁边心里盘算会给我
打一个什么字幕呢？

我有些忐忑，隐隐期待着什么。
节目审过皆大欢喜，机房的技

术员熟练地上字幕。这时，技术员头
也不抬地问了一句：“朱军名字前面
打什么字呀？”

“‘主持人’呀！”孟欣极其不经
意说出了三个字，技术员照办。周围
没有任何人流露出惊异或是质疑，依
旧没有喝彩和祝贺，大家平静地继续
后面的工作。只有在我的心中，经历
了翻江倒海的激动，我强忍着。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94年3
月 28日，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庆幸
它成了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摘自《当代青年》

央视“勤杂工”
朱 军

巴菲特最成功的交易


